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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89_E5_86_99_E4_c66_269175.htm 在语文复习中，部分

考生对写作有畏难情绪。本文仅就审题、立意和写作心理几

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以助考生攻关。 关于审题 审题，就是通

过对考题的审视、分析，确定写作的方式、范围和文体，把

握写作中心和立意方向。审题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要

全方位审题，明确题目、材料及其要求中的限制部分和未限

制部分。限制部分必须严格遵守，未限制部分要认真分析判

断。 例如，1990年成人高考作文：用下面一段话作开头，写

一篇四五百字的短文。题目自拟。在漫长的生活跑道上，并

没有人向我们发出那激动人心的起跑枪声，但在我们的四周

，却处处是无声的“起跑”信号。此题的写作方式是续写。

所给开头一段话采用比喻手法，形象地点明了在改革开放时

期社会生活中竞争的特点。所谓“信号”，是挑战也是机遇

。这段开头语言富有激情，感情色彩浓，续写部分也应保持

这种风格。写作范围是社会生活道路。文体未限，可根据自

己的写作优势来选择记叙文或议论文。立意方向是，通过对

“信号”的反应和感受，表现时代精神。 二、审题要过细，

构思要充分利用所给的条件。 例如，1993年成人高考作文：

人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每种爱好都有其产生的过程、具体

的表现以及个人的收益与感受。请以《我的业余爱好》为题

，写一篇叙议结合的文章。要求：1.只写你的一种业余爱好

。2.字数不少于700字。此题并不难审，但有的考生太粗心，

只看了开头“人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却没注意下边的要



求“只写你的一种业余爱好”，于是大笔一挥，写了自己的

集邮、钓鱼、游泳等多种业余爱好。另外，仔细审视，题目

的叙述，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此文的框架，即业余爱好的产生

过程、具体表现、个人的收益与感受。 三、审题要为立意作

好准备。 立意所在往往就是命题作文的题目重心。例如1986

年成人高考作文《一次实践的启示》中的“启示”，1988年

作文《发生在我身边的变化》中的“变化”都是立意之处

。1998年作文《读书与文明》属于关系型议论文，立论当在

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上。此题题意宽泛，应以大化小，化一

般为个别。立意之处可以是读书能教人以美德，把人引向坦

途，造福于社会；也可以从读书对文明影响方面立论，如语

言修养、行为礼仪、陶冶情操等。 总之，审题的目的是把写

作规范于一定的条件和要求之中。考生应强化审题意识，把

握审题方法，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 关于立意 立意，就是指

记叙文中确立主题思想，议论文中确立中心论点(立论)。立

意的原则是联系实际，即联系社会现实和考生自己的工作、

生活、思想实际。立意的要求是正确、鲜明、集中、深刻、

新颖。审题和立意是写作中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的两个环节

。审题是写作的前提，立意是写作的关键，也是写作的难点

。为此，考生在立意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要全面分

析题目，准确理解题意。 尤其是给材料作文，要认真阅读材

料，辨析其多层意义，在把握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准确立意。

例如，习作：据报载，今年某大学对全校学生进行了一次语

文水平达标测试。在这次稍稍高于中学语文水平的测试中，

达到及格线最多的是本科生，也仅有60%，最少的是博士生

，才有30%。一位比较优秀的本科生留校作助教，为一位研



究生导师整理书稿。书稿送到出版社没几天就被退了回来，

原因很简单，出版社的编辑只粗粗浏览了一遍，就发现了200

多个错别字。针对上述材料，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议论文，

题目自拟。这是一个易于引人思考的论题。有的考生从“语

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谈起，立论为“提高

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虽然立论面过宽，论述易流于空泛。

也有的考生没有认真阅读材料，劈头就说：“堂堂的中华民

族，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居然只有屈指可数的少得

可怜的那么一点人汉语水平过关。”这样粗心，而且带有情

感定势意味，写下去必然偏离题意。有些考生从大学生应具

备的知识结构入手，立论为“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素质势在必

行”。这就准确地理解了题意抓住了主要矛盾。由于立论集

中、鲜明，论述会针对性强，有说服力。 二、要重视立意能

力的训练和发挥。 立意是一个综合运用观察、分析、综合、

想象、联想等多种能力的思维表达过程。考场作文的一个特

点是在可写性与可发挥性之间的空间比较大。因此，考生应

从训练思维能力入手，提高立意能力，并在考场上得以发挥

。一是思维的广泛性训练，多角度立意。所谓角度，就是观

察、分析事物的着眼点，也是文章立意、构思的出发点。各

种事物本来就具有多义性。“一树梅花万首诗”。同一个题

目，同一个材料，从不同的写作意图出发，可以从不同的侧

面去把握，就会从中提炼出不同的思想意义。考生在拿到题

目时，要广开思路，选一个自己理解清楚、体会深刻、有话

可说的角度去立意，铺陈成文。思路越开阔，立意的角度就

越多，立意的选择余地也越大。 例如，1995年成人高考作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自今年2月1日实施以来，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仅中央电视台就清理出必须停播和

须作修改的广告近300条，其中主要是食品、药品、化妆品方

面的广告。请以《小议虚假广告》为题，写一篇不少于700字

的议论文。这是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论题，立论也要从现实

出发。认真分析题意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立论可以采用的角

度有：广告从无法到有法的立法角度、虚假广告带来的不良

风气和其他负面效应的角度、虚假广告严重地损害了群众利

益的角度等。题目中的“小议”正是提醒考生，只需选择一

个角度进行论述即可。根据经验，考场作文不宜数次变换立

意角度，更要防止思路散乱，“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

里”。二是思维的深入性训练，立意力求深刻。成人高考作

文命题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要求文章要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和理论高度，大多立意应具有时代气息，体现时代精神。 例

如，成人高考1989年和1996年的作文都是给材料命题作文，

都是在摆出一些社会现象之后，要求考生针对这些现象立论

为文，前者题目是《从公用电话亭被损坏谈起》，后者题目

是《从语言文明说起》。两篇作文都要求写议论文，题型都

应该是引申联想类。这类作文切忌就事论事，而要求考生能

够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的考生不明题意，在文

中大谈公用电话亭的造价如何高，“都是铝合金的呀！”这

样写下去是不会深刻的。这两次作文的论证方法、逻辑层次

也可以雷同，但两篇文章立论的高度应有所区别。 如果说前

者的文章可为“社会公德”，后者则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了。在酝酿立意中，对题目或材料中已有的表层意

义要准确理解，对其深层含义也要深入发掘。 例如，习作：

阅读下边这首短诗，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读后感，题目自拟



。 雨伞苏叔阳 你的命运就是陪伴乌云， 注定了要一生经受风

雨。 你撑开整个身躯，为他人创造一片干净天地， 却湿透了

，你自己。 练习此文时，有些考生既看到了这首诗的表面意

义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他人”，又看到了这首

诗的深层意蕴是“经受了阴云风雨也毫无怨言，依然意气风

发，为人民作贡献。”一些考生以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

平同志事迹为例，以电视剧《凤凰琴》中那些为教育事业艰

苦奋斗的农村教师为例来阐述，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深刻感

人。 一些考生怕语文，说“语文是汪洋大海”，更怕作文，

说写作文“摸不着脉”。于是有的写几篇不行就背几篇范文

当“葫芦”想等到考场再去“画瓢”；有的写了写又觉得水

平低，不敢交老师；有的干脆“不管它，到时候再说”⋯⋯

这些情况说明写作中的心理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考生应当具

备良好的写作心理。 首先，要克服畏难心理，充分看到自己

的优势，增强写作的自信心。 写作具有明显的综合性。文章

并不单纯是文字技巧的产物，而是作者的思想水平、认识能

力、生活阅历、理论造诣、词章修养、写作心理等方面的综

合体现。事实上，没有一个考生在上述几个方面是空白，也

就是说，每一个考生都具备一定的写作素质，都有自己的优

势和不足，在写作的复习考试中，要扬长避短。写作是一种

艰苦的劳动，为了写好一篇文章而绞尽脑汁，绝不是夸张。 

写作毅力是整个写作中的心理支柱。在练习写作中要有毅力

。写作毅力具体表现为坚持性，即坚持写完一篇文章和坚持

多写文章。有的考生在备考中一篇又一篇地写，往往背若芒

刺，有时真出了一身汗。考试以后他们切实体会到，任何成

绩的取得都要付出艰苦的代价，写作的确是“成如容易却艰



辛”。其次，要克服侥心理和放弃心理，做好写作的充分准

备。一要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动态，认真学习和理解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注意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启示，不要“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模拟题”。二要有意识地把《复习考

试大纲》中规定的基本课文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把新闻记

者课文和写作练习结合起来，学会吸取课文中的精华以充实

自己的写作素养。可根据四种文体的写作要求，选择相应的

课文作为重点去学习、体味，逐渐把课文的立意、取材、布

局、表达等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三要适当积累一些写作

素材。四要自己动手写文章。写作考试考的是能力，能力是

不能传授的，提高写作能力的唯一途径是写作实践。 写作心

理是个“软件”，一般地说，属于非智力因素，但在复习和

考试中起着重要作用。心态平衡，会成为写好文章的支柱；

反之，则会增加潜在的压力。鲁迅先生说得好：“文章得失

不由天。”考生要主动地学习写作，保持良好的心态，充分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是完全可以写出好文章的。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